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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7体育

    四月的春天，樱

花盛开，沪上业余乒
乓 圈 最 大 的 盛

会———202 1 新民晚
报红双喜杯迎新春

乒乓球公开赛即将
开幕。尽管受场地条

件限制及防疫要求，

今年的报名人数有所
缩减，但一批在沪工

作的外籍人士依然关
注着比赛动向，第一

时间“抢”到宝贵的参
赛名额后，他们对于

这场一年一度的乒乓
盛会期待满满。

“中?之桥”的队
名，听起来有点耳熟。

这个队名，恰是上海
电视台?语节目《中

?之桥》主持人吴四
海给他们取的。上世

纪 90年代末，大批?
本人来沪经商。掰指

算来，中?之桥俱乐
部成立 20 多年了。

“平时上?节奏太快
了，下?后聚到一起

打乒乓球，我们结识
了来自各个行业的?

本‘老乡’。打完球之
后，再一起聚个餐，实

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
事。”中?之桥领队道

出大家的心声。

一批又一批?本
人加入到俱乐部中，

大家轮番在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上登场。虽

然队内成员有所变
动，但爱乒乓、爱上海

的心，不曾变过。正如

俱乐部名字“中?之
桥”那样，他们认识了

越来越多中国业余乒
乓球高手。在上海生

活的理由，就是能和
众多高手一起在乒乓

赛场相互交流、以球
会友。

去年下半年，各
项体育赛事重启后，记

者几乎在每一项业余
乒乓赛事见到中?之

桥俱乐部的身影，乒乓
球丰富了他们的业余

生活，在沪上业余乒乓
圈，中?之桥俱乐部是

参与比赛最积极的一
支外籍队伍。

生活中，他们也积极参与中?乒乓球交流活

动。前年听闻?本乒乓球民间团体来沪访问，在吴
四海的牵线搭桥下，俱乐部一批成员来到活动现

场，见到前世界冠军松崎君代等人，大家直呼荣幸。
在前几届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赛上，中?之桥

俱乐部总是一口气组好几支队伍，在各个级别项
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本次赛事，中?之桥只有

一支队伍参赛。东京奥运会今夏开幕，对于这群热

爱乒乓的?本在沪工作者来说，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就是他们自己的“奥运赛场”。这几天，队员们正

在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
2021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

将于 4月 10?、11?、17?和 18?在上海市体育
宫进行。十五年来，新民晚报红双喜杯已成为沪上

参赛选手最多、规模最大、项目设置最全、影响力最
广泛的经典品牌体育赛事之一。本届赛事由新民晚

报社、上海市体育局、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红双喜
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市乒乓球协会、闵行区体

育局、三杰体育承办，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各区
乒乓球协会协办。   本报记者 陶邢莹

自律
华理附中初中部的棒球队每周训练三

次，周二和周五在下午，周六则安排在上

午。虽是休息时间，但每次训练，队员们都
不会缺席。家长们也支持，孩子们的身体素

质需要提升，紧张的学习生活也需要调剂，
与其效率不高地在家虚度，不如来球场操

练起来。队员们说：“其实平时和同学交流

的时间不多，大家多在一起运动很开心。”
棒球训练看似不难，但其中要领不

少。传接球练习中，球队教练王政盯在一

旁，发现问题及时帮队员纠正，“别躲

球，迎着去接。”一名队员准备投球

时，王政要求他将手臂抬高，还有队

员接住了球，但方式不对。“手套

不要往下。”王政跟队员解释，

“球有没有接好？你听手套

的声音就知道。”

在教练的带领

下，队员们两人一组操练，也互相观察并指

出对方的问题，比如姿势，脚步，练得不亦
乐乎。两个钟头的时间，也随着小球的飞舞

和少年的欢笑，过得飞快。
为什么会打上棒球？他们的理由很单

纯：学习之余尝试其他新体验，结果就爱上
了。刚入队时，少年们都是“棒球小白”，但

教练没有跟他们多讲棒球的规则，而是先

带着队员练习起来。王政说：“我们的队员
更适合在运动中逐步接受专业的棒球知

识，理解这项运动的真谛。”

信任
棒球运动的真谛是什么？每个华理附中

的队员都有自己的感受。初二 4?的顾圣灏

第一次参加训练，就被教练要求围着操场跑
十圈。这项艰巨的任务，让他和其他新队员

一度望而却步，“但大家相互鼓劲坚持下来，
也很快熟悉起来，变成很好的朋友。”

从那一刻起，少年们体会到，棒球是一
项特别尊崇集体荣誉的

运动，而且，与足球、

篮球和排球等集体

项目相比，棒球

更 讲 究

团队配合。站到场上就会发现，无论是投

手、捕手还是垒手，不管是站在内野还是外
野，每一个球的应对，关乎的不只是自己的

成败，更是球队的输赢。
每一个训练环节，华理附中棒球队都在

培育这种服务团队、信任队友的意识。比如，
一旦投手投出一记好球，捕手就会用自己的

技巧示意对方成功。这种表达不需要语言，

就在球飞行的瞬间，队友间已心领神会。担
任捕手的顾圣灏说，“接到好球时，手套碰撞

球的部位声音比较响，这样就传递给队友一
种信心，让他知道刚才做得很棒。”

棒球文化的浸淫，让这群少年有了令
人欣喜的进步。预初 6?的王立宇在同龄

孩子里显得人高马大，王政教练让他负责
小组的热身训练。王立宇也从原本自己都

管不好自己，慢慢成长为队里的小组长，挖
掘出组织和管理的潜力。进入棒球队半年

多来，王立宇的任课老师反映，这名同学课
堂上各方面表现均有提高，学习成绩也上

去了。把孩子交给棒球队，家长们也非常放
心，“不仅教打球，也教孩子做人，教练也是

我们孩子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传承
“十四五”规划中，徐汇区确立了“卓越

教育”的目标，各级各类学校均在积极探

索、定位自己的特色教学。华理附中校长诸
秋萍说，作为区内一所普通完中，华理附中

结合自身条件，在棒球、健美操、冰壶、扎染
等特色体艺课程上，为学生们提供一流的

学习体验。开展棒球教学，已有十多年的历

史，华理附中学子特有的棒球基因，也在一
批批队员中得到传承。

现在带教顾圣灏的殷袆教练，就是华
理附中最早一批的棒球队员。完成高中学

业后，殷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深造。
毕业时，摆在他面前，有去重点中学当老师

的机会，但最终他选择回到母校，并担任棒
球队的教练。殷袆在球队的教学颇受小队

员好评，不少孩子都视他为偶像，是自己努
力的目标。而在为母校棒球特色教学倾注

青春与热血之际，殷袆也大有收获。如今，
他已是华理附中的年轻骨干教师，并获得

徐汇区教育系统的“骏马奖”。
诸秋萍告诉记者，从华理附中毕业的

棒球队员，即便去了其他高中，四年深烙的
棒球基因也不会就此丢失，“他们仍然通过

其他途径进行棒球训练。”小升初取消各类
特长生招生后，学校迅速应对，从去年 9月

入学的预初学生中，通过体能测试和面试，
挑选了王立宇等一批新队员充实进棒球

队，延续华理附中的棒球基因。“这些学

生能打好棒球，脑子都是很聪明的。”

诸秋萍相信，通过华理附中棒球教

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

惯，这些少年将终身受益。

首席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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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人生
为何打棒球？ 华理附中少年给出答案

体育之育

位于上海
西南角的华东
理工大学附属
中学，放学后
的操场上，来
了一群白衣红
帽的棒球 少
年，他们精神
抖擞，队列齐
整，一手握球，
一手持套，用
心地操练 起
来。小小白球
在少年头顶飞
舞，就像振翅
高飞的雏鸟。
纪录片《棒！少
年》成为收视
热点，也把棒
球这项看似小
众的运动推向
大众视野。而
在上海，在我
们身边，为什
么要打棒球？
这群 华 理 附
中的 少 年 挥
就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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